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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华山路与长江路交叉口向南约 60 米路
西，乱堆垃圾。

召陵区洋河路与新川路交叉口向东约10米
路北，人行道上的井盖破损，用石板代替。

漯河邮电局家属院（衡山路），部分一楼住
户把消防通道圈入自家区域，私建围栏。

辽河路与太行山北路交叉口西北角，交通
信号灯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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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28个部门联合出台养老服务指挥部会

议制度，加强养老服务工作组织领导和统
筹协调；1413个养老点位达到有场地、有
设施、有标牌、有活动、有服务、有管理

“六有”标准；173名基层社工集聚社区、
社会组织、志愿者、慈善资源，用专业服
务让夕阳更美好……在漯河养老，正成为
一件幸福的事。

近年来，我市加快建立居家社区养老
为主体、专业机构养老为补充、医养康养
相结合、智慧化平台赋能、政府做好服务
供给与兜底保障的总架构，逐步形成市、
县（区）、乡（镇、街道）、社区、居民小
区和家庭五级养老服务格局。同时，探索
城市农村并重、事业产业并举、建设运营
并进、线上线下并行的漯河养老模式，倾
力打造“漯颐养”品牌。

政策扶持 高标准建设

我市强化政策引领，成立了由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总指挥长的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指挥部，出台《关于高质量建设
养老服务体系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二十余
个，发布扶持政策措施八大类27项，助力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速升级。强化资金保
障，落实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明
确四大类10项补助政策，重点用于支持养
老机构建设运营、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
等。强化项目带动，以漯河市民政康养产
业园（漯河市养老产业综合服务园）项目
为载体，谋划占地400余亩的养老产业综
合服务园项目，首批专项债1亿元已下
达，力争将该项目打造成为我市康养龙头
项目。

在建设养老设施中，我市坚持城乡并
重，建设1个市级福利中心、5个县级特
困供养服务中心、16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142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1199个
农村幸福院，提升改造45所乡（镇）敬老
院，实现四级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养老
机构分级分类纳入智慧养老平台，统一规
范命名、统一编序号、统一悬挂标识，实

行数字化管理，打造“六有”养老服务点
位。

以大带小 服务进家庭

位于市区柳江路柳江小区的干河陈街
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推行“社区嵌入
式”养老模式，打造15分钟社区养老服务
圈，解决老人不愿离开熟悉社区养老的问
题，为入住老人提供生活照护、慢性病管
理、康复治疗、营养膳食等服务。同时，
针对社区里的居家老人，该综合养老服务
中心还提供日间照料、居家服务、助餐助
医等上门服务。

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赵炜告诉记
者，干河陈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目前是
我市“1+N”养老模式高效运营的一个缩
影。我市本土医养品牌河南金康万安医疗
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目前管理着1家全市唯

一四星级养老公寓、2个街道综合养老服
务中心和3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是集医
疗、保健、康复、娱乐、长短期托老、日
间照料、助餐助浴等功能于一体的社区养
老综合体，填补了普通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的服务空白。

据了解，我市“以大带小”养老发展
模式，先后引进安泰、颐城、初心等成熟
养老企业品牌，积极培育万安、金康、清
福、阳光、福寿苑等本地品牌。在农村幸
福院推行3种养老互助模式：“自带食材+
集体补助”模式、“自愿缴费+政府补贴”
模式、“自己种菜+社会支持”模式，构建
政府扶得起、村里办得起、老人用得上、
服务可持续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此外，
我市的公建民营养老场所放大服务效能，
16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已全部委托专
业社会化第三方，5个乡（镇）敬老院转
型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目前，我市还建成了市级社工总站1
个、县级社工站8个、乡级社工站60个，
实现市、县、乡三级社工站全覆盖，精心
打造“养老服务暖心蓝”服务品牌。遍布
社区的共享食堂，更是让老人们吃上了

“暖心饭”。

智慧养老 养老更安心

“在监控室的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监
管老人在家中的活动情况，如果系统检测
到异常情况会报警，平台、社区及老人家
属将第一时间接收到信息。”在召陵区天
桥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天桥街道漓江路社
区副主任靳会杰向记者介绍。

如今，召陵区以天桥街道为试点建设
的智慧养老系统，建立了智慧养老服务管
理平台，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有针
对性的服务，并根据群众需求实施家庭适
老化改造，安装智能设备，实现对老人24
小时居家安全智能看护，基本实现养老服
务供需精准对接，把养老机构专业化的养
老服务真正延伸到了家庭。

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晓勇向
记者介绍，近年来，我市构建智慧养老
政策体系，积极招引智慧养老企业，成
立居家上门服务专业团队，引进智能养
老设备，形成智慧养老技术、设备等需
求保障供应链。利用我市老年人基础信
息大数据中心，建设集居家、社区、机
构数据于一体的大数据分析库，加快实
现养老精准服务、精准管理、精准决
策。探索智慧养老服务模式，积极引导
专业社会力量参与智慧养老服务，通过
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引进专业养老团
队，免费为孤寡、特困失能和高龄等老
年人群体进行需求评估，提供助餐、老
年大学等“点单式”服务。我市已为
2300户特殊经济困难老年人进行适老化
改造 （年度任务完成率115%），对其居
家环境关键区域或部位进行适老化、智
能化改造，安装紧急呼叫、活动监测等
智能化设备，让老年人在家安享专业化
机构式养老服务。

稳稳托起幸福“夕阳红”
——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综述

■王学明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

阳。今又重阳……”10 月 23 日
是重阳节，人们通过出游赏秋、
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
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方式
来庆祝重阳。无论是思乡还是登
高，主题都离不开亲人团聚、敬
老爱老。眼下，我市各地都在开
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传承尊老之
风，弘扬敬老之德，塑造爱老之
家，让老年人感受到老有所乐、
老有所养、老有所为。

重阳节作为中国的传统节
日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又
称“重九节”“晒秋节”“踏秋
节 ”， 还 是 “ 敬 老 日 ”“ 敬 老
节”。这一节日的设立，可谓是
重阳节文化价值的现代体现。
敬 老 爱 老 既 是 重 阳 的 节 日 意
蕴，更是延续千载的中华民族
传 统 美 德 。 从 孟 子 的 “ 老 吾
老，以及人之老”到孟郊诗中
的“慈母手中线”，从“独在异
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的那份惆怅到“ 九日黄花酒，
登高会昔闻”的那份惬意，从
朱 自 清 散 文 里 父 亲 买 橘 子 的

《背影》 到春晚里那首经典歌曲
《常回家看看》，全社会都在传
递着敬老爱老的价值理念，尊
老敬老已成为每个家庭和社会
的一种新风尚。

让 老 年 人 享 受 平 安 、 健
康、幸福的晚年生活，不仅是
党和政府责无旁贷的任务，还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营造良
好的社会氛围是尊老爱老的重
要保障。近年来，全市上下弘
扬传统美德，挖掘重阳的节日
内涵，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在社会上营造敬老爱老的浓厚
氛围，孝老爱亲榜样层出不穷，
爱心善举接连不断，他们与家人
相扶相守，与友邻共渡难关，用
人间的至孝至善，诠释赤子之心
的真谛。这些评选出的典型模范
也成为教育群众的鲜活教材，让
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
潜移默化地激发大家崇德向善的
内生动力。

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秀
传统。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
一天，今天我们怎样对待老人，
我们的下一代也会用同样的方式
对待我们。生活中，我们应该常
怀感恩之心，传承敬老爱老良好
家风，在家中做尊老敬老的先
锋，在社会上做尊老敬老的模
范，以实际行动将尊老敬老爱老
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让敬老爱老
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10月20日，舞阳县九街镇王庄村在党群服务中心举办第一届重阳饺子宴。 见习记者 李慧莹 摄

■本报记者 姚晓晓
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传统节

日重阳节。重阳节过后，天气日
渐转凉，老人该如何养生呢？10
月22日，记者采访了市中医院
康复院区副主任郭新侠。

“重阳节后天气逐渐进入深
秋，中医认为，秋天阳气由升浮
逐渐趋于沉降，阳气逐渐衰退，
气候逐渐转凉，是老年人易发病
的时节。”郭新侠告诉记者，这
个时期做好保健养生的工作尤为
重要。

“首先要起居有常，早卧，
以顺应阴精的收藏，以养秋气；
早起，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
气得以舒展。”郭新侠说，秋季
适当早起，可减少或缩短血栓形
成的机会，对预防脑血栓发病有
一定作用。

要预防秋燥。重阳节过后，
气温下降，雨水减少，干燥凉爽
的秋风容易耗伤人体津液、损伤
娇肺，人容易出现口干、唇干、
鼻干、咽干及大便秘结、皮肤干
裂等，甚至引起燥咳等症状。此
时，人们应调整饮食，适度饮

水，多吃当季的新鲜水果、蔬菜
等，保持室内温度。老年人尤其
要避风寒，注意保暖，避免感
冒。

此时，老年人要特别注意防
寒保暖，不可盲目秋冻。“尤其
有肺部疾病、心血管疾病及骨关
节炎的老年人，受凉后容易诱发
疾病。”郭新侠说，有肺部疾病
的老年人可能会因受寒而咳嗽、
气促、喘息，有心血管疾病的老
年人可能会因寒冷诱使血管收缩
引发中风，有骨关节炎的老年人
可能关节疼痛会加重。秋冻适
当，使人体能逐渐适应冷天气，
要重视防寒保暖。

虽然脑梗通常多发于冬春季
节，但是也不能忽略了秋季。秋
天燥气盛行，易致肺燥而生燥
痰，如果燥痰与瘀血互结于脑
络，就容易导致脑梗发生。心脑
血管病人更应随时增减衣物，积
极防治感冒，按时服药，坚持进
行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如果出
现眩晕、肢体麻木或是心前区不
适等，应及时去医院诊治，以防
发生意外。

又到重阳节
中医专家教你科学养生

10月20日，西城区新城办月湾湖社区联合新城社区开展
“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戏曲演出活动。本报记者 姚晓晓 摄

10月20日，市二院在舞阳县九街镇王庄村开展“慢病防治 健
康你我”义诊活动。 见习记者 李慧莹 摄

10月20日，源汇区老街街道滨西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爱在夕阳情 欢度重阳节”活
动。图为辖区居民参加乒乓球友谊赛。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10月20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建西社区和漯河桂花香艺术团、漯河鑫
苑物业，在世贸广场共同举办“重阳团聚看演出 幸福生活感党恩”文艺演
出活动。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老人们在干河陈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读书看报。


